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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课后答疑时，办公室总是“人满为

患”，学生有时不得不在办公室门口排队，这个

问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上海市位育中学

学生沈伯尧、胡馨尹、顾承轩用学校芯片科技

教育特色课程中学习到的设计思维和编程技

术，开发出“教师办公室实时人数监测系统”，

方便同学合理安排答疑时间，排长队的情况一

下子减少许多。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开始学习通

过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今年，教育部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

地名单，上海市有6所学校榜上有名，其中包括

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

高科实验小学、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上海市位

育中学、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以及上海市虹口

区曲阳第四小学，覆盖小学到高中的所有学段。

在上海的中小学校园里，AI基因正在生

根发芽，点燃学生的梦想。

人工智能课入课表

Scratch趣味编程、图形化编程、人工智能

初探……秋季学期一开学，复旦大学第二附属

学校（以下简称“复旦二附校”）四年级和七年

级的学生发现课表发生了变化：每周增加一节

人工智能基础课，学校还为此配备专用创新设

备和实验室。此前的暑假，学校的三位人工智

能授课教师已参与集体备课。接下来，他们还

将通过课堂实践，不断优化课程设计，形成高

质量的教学案例集，并编制校本AI学习手册

和配套资源包。

在00后、10后的眼中，未来校园是怎样

的？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初二年级学生蔡易

轩、朱启睿等花费半个月，利用学校学到的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制作了一部两

分多钟的学校宣传片，描绘出阿尔法世代（通

常指2010年以后出生的少年儿童）眼中期待的

校园场景：课堂可根据教学内容切换不同的场

景，教学实验室与当下最先进的技术相衔接。

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夏红梅介绍说，

学校通过构建“普及、选修、提升”三个层级的

课程体系，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教育。这学期，

学校七年级开设人工智能地方课程，全体学生

在六年级Python编程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更加

科学的理论学习与实践，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

并通过“小科智慧生态园”等项目研究体验人

工智能的应用。除此之外，学校还为有兴趣的

学生开设了AIGC绘本创作等校本课程，利用

AI工具，让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跃然纸上。

在“聪明”校园感受科技的力量

过去四年，位育中学以芯片教育为抓手，

致力于高中学生创新精神、科技素养和关键能

力的培养。按照上海市位育中学党委书记、校

长王亦群的设想，让学生具备人工智能思维，

单纯凭借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需要让校园整

体变得“聪明”起来，打造沉浸式的人工智能校

园让学生无时无刻感受科技改变生活的力量。

新学年，位育“芯”路将继续延展。在硬件

上，学校将配备AI智能就餐系统、AI智慧体育系

统和AI智慧安防系统，既提高教师的教学品质

和管理效能，也为学生创造更便捷安全的学习

生活环境。此外，人工智能教室还会开放比较

器芯片控制舵机电路设备、电动纸飞机设计放

飞、人工智能鉴别植物标本等学习项目，面向徐

汇区内的高中、初中学校，让更多学生通过微课

程体验来认识芯片、了解芯片、走近芯片。

在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的一角，“数智空

间”的建设项目已经进入尾声。这个新建的空

间不仅链接了学校内部的AI大模型，还为学

生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学习场所。在这里，他

们可以参与各类AI项目的学习、设计和开发，

体验从创意到成果的整个过程。

打破校园边界，让学生触摸科
技前沿

“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是学校发展和教师队

伍建设的新契机，学校更需要借助外力，深化

与高校和科技院所的合作，提升科技师资能

级，并且让学生触摸科技最前沿。”夏红梅说。

她告诉记者，为了深入推进学校的数智化

转型，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与科研院所、高校

的专家合作，筹备在校园内部署AI语言大模

型以及图像、音频生成的AIGC工具，并创建

适应学生多样需求的AI智能体。这些AI智能

体将成为学生的“导师”，帮助他们在学习中获

得更为个性化的指导。同时，学校将依托AI

大模型，探索AI技术在学习、育人、教师发展

和学校管理中的多种应用方式，推动教育教学

的创新发展。

复旦二附校也将深化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

学技术学院、复旦大学信息科技与工程学院等

机构的合作，依托“复旦大学基础教育创新人才

共育基地”，挖掘更多资源。校长李鸿娟介绍，

新学期，学校将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参观复旦大

学等的AI实验室，丰富学生的实践体验。

教育部公布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单中，上海6所学校榜上有名

植入  基因，申城学校用科技点燃学生梦想
■本报记者 张鹏

一 场 有 关 摄 影 艺 术 的 讲

座，因主讲人中途离席意外成

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日前，

知名摄影艺术家斯蒂芬 · 肖尔

在中央美术学院演讲过程中，

发现台下很多人从始至终都在

低头看手机。他愤然指出听众

“注意力不集中”并离席，这一

幕持续引发热议。

比如，有网友认为，听众全

程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暴露出听众

不懂演讲礼仪，大师的离席是一

种批评更是一种无声“对抗”。

也有人澄清，不少听众其实是在

用手机等电子设备记笔记，并非

“开小差”，这是误会一场。更多

网友感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

及，人们似乎已经习惯“机不离

手”，艺术大师这次选择不惯着听

众的“习以为常”，也算是一次

认真的提醒。

确实，大学举办各类高水平

讲座原本应当是大师和青年学子

的“双向奔赴”，是思想和精神

层面的交流，如今却常常变成主

讲人的“独角戏”，能够聚精会

神抬头听完讲座的学生则成了

“稀缺品”。

不仅仅是讲座，在大学课堂

里，类似的“低头族”也不少。

“不少学生表面在用智能设备学

习，实际上在做与学习无关的

事，太不尊重老师了。”沪上一

所高校人文学院院长直言，这种

现象在大学一直存在，很多教师

对此见怪不怪，“但长期存在并

不代表正确，高校是育人之所，

既不能习以为常，更不应助长这

种不良风气。”

多少学生以学习为
名，却不能自拔玩手机？

听众全程看手机，主讲人暂

停演讲并离席，比起事件本身，

眼下，更多的延伸讨论集中于一

个词：注意力。据现场听众透

露，在离席之前，斯蒂芬 · 肖尔

谈论的正是“注意力”的重要

性。而听众席上一片“低头”的

尴尬场景，无疑放大了他的心理

落差。

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做了

跟进报道，讲座协办方、相关工

作人员及听众都做了不同程度

的回应。对此，上海财经大学

常务副校长徐飞直言，相比现

场听众究竟是否真正在用手机

做笔记的行为，更值得思考和

关注的是步入智能时代，人被电

子设备“控制”的危害。一言以

蔽之：在我们身边，注意力失焦

的人越来越多。

身在大学的徐飞常看到，在学校的课堂上、图书馆

里，很多学生刚打开电脑、手机时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

结果一不小心就滑到了短视频等娱乐、聊天软件里，不能

自拔。“手机只是通讯和社交工具，但很多时候，以手机

为代表的电子设备早已越过了其作为‘工具’的本位，支

配学生的行为。”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人的注意力被不断切割和碎

片化的现实。”徐飞分析，随着AI技术的发展，人们获

取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在算法的助推下，热点

实时更新，短视频快速翻新，看似是在加载信息，实则

在不断打扰、分散人的注意力，让人更难以深入思考、

保持专注力。“大脑用进废退，当人越来越习惯被动接

收信息，不善主动思考，长此以往，就等于在给自己

埋雷。”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东勃同样认为，

这个热点事件的发酵，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注意力危

机。“在数字技术、移动互联条件加持下，人们固然能够

把以往很难开发的‘边角料’、碎片化的时间加以利用，

但它也可能过度蚕食了那些我们本应该‘整块’使用的学

习时间。”

“一刀切”禁用手机不合时宜，该如何
“收集”注意力？

对于学生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低头族”，学校该怎么

办？特别是，区别于中小学对手机等电子设备有严格的管

理规定，多数高校只能依赖学生自律，在引导“低头族”

方面又有哪些实招？

实际上，不少高校近年来正尝试在课堂禁用电子产

品，为大学生的注意力“纠偏”。比如，今年4月，曲阜

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曾发布《关于课堂禁止使用手机、平

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规定》，禁止学生在管理学院的课

堂上使用电子产品，否则任课老师有权制止并当场收缴，

交给辅导员统一保管。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也迅速引发一

波讨论。

记者简单梳理发现，在课堂禁用电子产品的高校并非

只有曲阜师范大学。据公开信息，包括长沙理工大学、长

春大学等多所大学，都要求课堂上不玩手机等电子设备。

在网络上，各方对这些措施同样褒贬不一。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在徐飞看来，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在内的高校正

进行数字化校园建设。如果在校内绝对禁止电子设备，并

不适用于当下教学的整体生态。

曹东勃同样认为，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学生与教

师通过智能化手段实时互动、及时反馈教学效果的情形

很常见。要知道，触屏一代的大学生已经习惯了线上的

学习方式。“这代人看起来很内向，是‘低头族’，但不

等于他们不爱思考。据我了解，不少学生关注社会问题

并且思考得很有深度。要让他们‘抬头’，教学方式必须

与时俱进。”

“如今，知识传播的方式、大学生的学习习惯都在变

化，当注意力变成稀缺资源后，能否让学生聚焦变成检验

高校老师等知识传授者的一把重要标尺。”浙江大学传媒

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肖剑也谈到，未来的高校课堂应做

到普及性与个性化的有机结合，所谓“普及性”即保证传

授的知识是必要的、有用的，而“个性化”则对高校教师

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能只传授“网上也查得到”的知识。

简言之，课堂上必须要传授最前沿的知识，给学生以“刺

激感”，给教学以“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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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学校AI机器人互动交流。

（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供图）

掌声，热烈的掌声，持续不断的掌声。昨

天，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带

着他的新书《科学与文化：院士谈创新源头》来

到上海科学会堂，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化学家

钱旭红，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学家郑时龄，知

名科普作家、天文学家卞毓麟进行了一场对

谈。就在前一天，他还在病床上斟酌新书发布

的细节。

“科学与文化”这个话题，这位“米寿之年”

老院士总是在不同场合提起——2014年，他

致信文汇报编辑部，以“三问”在上海科技界

开启关于创新的文化自信的大讨论；2017

年，他在同济大学首开人文素养课《科学、

文化与海洋》，唤起大学生对“科学属文化

范畴”的重视；2021年，他入驻年轻人扎堆

的B站，不到半年便成为粉丝逾百万的UP

主……

下南海、开讲座、写新书……汪品先以

自己的生命为燃料，为科学与文化的融合鼓

与呼。此次新书出版，就是他为寻找创新的

文化源头的又一次尝试。“如果能够对创新

文化有一点启发，引起社会一点注意，就是

对它最大的奖赏。”汪品先谦虚地说。

科学是从文化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这将是门很怪的课，它既不是主干课，也

不是必修课；并不像基础课，更不是专业课。

它并没有‘要考’的知识，也不教你‘有用’的技

巧。这门课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多想想。”7

年前，卡着大学生们选课的时间节点，汪品先

专门写了一封信，力邀同济学子来他的课上听

听。信中，他直陈开设这门新课的原因：“这门

课将向你鼓吹科学就是文化，科学创新要有文

化元素。”

从最接近智人的尼安特人的消亡谈起，到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学生亚里士多德为真

理而“抬杠”，再到讨论阿拉伯数字“0”的美，分

析达芬奇和唐伯虎两位同时代画家的差别

……汪品先将中外科学故事娓娓道来，用兼具

幽默和学理性的语言阐释一个道理：科学是从

文化的土壤里长出来的，科学创新的潜力要到

文化源头去发掘和释放。

“科学依赖于人的认知，文化提供了思维

的基础，文化既会推动也会阻碍科学发展。”郑

时龄说。出于同样的想法，汪品先在书中花费

颇多笔墨再三强调：“如果不解决科学与文化

的脱节问题，人们就难以从文化的源头汲取创

新的养料，导致创新的匮乏。”

从历史深处回答“李约瑟之问”

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许多重

要贡献，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

国发生？这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也是研究

中国创新文化绕不开的议题之一。《科学与文

化：院士谈创新源头》一书回顾现代科学的产

生和在中国遇到的困难，从人类的视野、世界

的海洋、科学家的好奇心等角度，给出了一位

院士多年的观察与思考。

“李约瑟之问”常被人们用来比较东西方

科学文化的高下，但这并非李约瑟本意。钱旭

红说起了李约瑟的一个“小八卦”：原来李约瑟

并非姓“李”，而是因他尊重老子，所以将自己

的中文姓氏取为“李”，“李约瑟写出七卷《中国

科技史》的缘起很可能是他看过《道藏》，从而

对中国古代科技有了兴趣。”

早在50年前，李约瑟就用“百川归海”比

喻人类未来的发展将继续走向融合，如今，“李

约瑟之问”中蕴含的东西方文化融合之意已被

越来越多人重新发现和审视。发布会上，汪品

先、钱旭红、郑时龄三位院士在对谈中提及多

个例子，以证明“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文理

兼修的”：爱因斯坦和钱学森都痴迷音乐；我

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泰斗级科学家吴文俊看到

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写的《科学史十论》后

激动不已，写信向他讨要更多中国科学史的

内容……

海陆兼顾正是科学发展所需土壤

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推动下，科学面

临着一场新的飞跃，未来谁执牛耳？汪品先认

为，打造东西结合、海陆兼顾的华夏新文化，才

是21世纪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土壤，也是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之一。他说：“融合大

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取两者之长、补两者之短，

正是应行之道。”

82岁三次下潜完成南海科考，85岁汪品

先和妻子孙湘君表示还要做三件事：出一本科

学与文化的书、写自传、继续南海科学突破。

如今，三件事中的一件已经完成。发布会结

束，许多学生捧着新书簇拥着汪品先合影，在

工作人员的提醒下，大家才知道汪先生还在病

中发着烧。

人类发展向何处去，这就是科学与文化面

对的问题——这是书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始终

燃烧在汪品先心中的熊熊火焰。

汪品先院士米寿之年著新书，寻找创新的文化源头

以生命为燃料，为科学与文化鼓与呼

医线故事

只是在采血窗口与患者短暂接触，就能

让患者记住，并赞不绝口，这对一名检验科的

技师来说，并不容易。

但是在上海市胸科医院门诊化验室，患

者送来的锦旗挂满了一面墙，90后检验技师

李富升更是因为出针迅如闪电，而且“抽血不

太痛”获誉“小李飞针”，在患者群里小有名

气。每次抽血，他手指轻轻一甩，针头就像飞

镖一样“飞”出去，准确扎进患者的血管……

患者为他点赞的不仅仅是“飞针”技术，更是

他那份“患位”思考的热心肠。

“我自己生病也需要抽血，所
以会思考如何让患者少痛甚至不
痛”

“抽好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上海老爷叔

谈抽血感受，“不能说没感觉，但确实不太痛。”

大伙点赞的人，正是李富升，一名长相白

净的大男孩。采血针、皮条、采血管是他的操

作工具。

老病人徐女士当天也来找李富升抽血。

因为肿瘤长期放化疗，徐女士的血管条件很

差。“我生病很多年了，好的血管没剩几根，小

李每次都能一针出血，还让我记住好的血管

位置，这样去其他医院也能一针扎准，真的很

为我们患者着想。”徐女士连连点赞“飞针

侠”。

“所谓飞针，就是在病人还没来得及感到

痛之前，扎针就完成了。”有患者这样总结“小

李飞针”不痛的秘诀。李富升与记者解释门

道：针头“飞”进血管的速度越快，病人体感越

不痛，扎完后也不会起淤青血块；一针进血管，

不退针、不反复扎，还能最大程度避免溶血感

染，确保血液样本检测的准确度。

“抽血是很多人去医院看病时颇为畏惧

的环节，我自己生病时也要去抽血，所以就会

想，能不能让患者少痛一点点甚至不痛？”李

富升说，病人抽血时痛感少了，他们对看病的

恐惧或抵触情绪也会减少，这对后续检验以

及治疗都有帮助。

一面墙的锦旗见证用心换真心

“小李飞针”的绝活是如何炼成的？李富

升的答案就四个字：熟能生巧。

从医学检验系毕业，采血是李富升的基

本功，“在学校时就是同学间互相扎”，上岗

前，李富升在橡皮管上反复练习，因为橡皮管

的触感和弹性跟人体血管很相似。

“采血窗口面对的患者大多来去匆匆，有

患者记得并肯定我们这个小小窗口，是对我

们的莫大鼓舞。”李富升印象很深的是3年前

遇到的一名男患者，肺癌晚期，这名患者说自

己看过很多医院，每次抽血扎两三次很平常，

“没想到在这里，小李能发现我还有好的血管，

每次都一针见血，减少我的痛苦”。

这名患者很感激李富升，专程送来锦

旗。李富升对患者同样感激，因为这是他

2020年轮转到门诊化验室后收到的第一面

锦旗。因为这名患者，李富升也越来越看重

这门手艺，“当你给这些病重的患者找到一根

好的血管，仿佛是给他们的生命找到一个新

的希望。不然，患者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希

望了，连好的血管都找不到了，采血、输液都

输不进去了……”

如今，胸科医院门诊共设4个抽血位置，

李富升带领的采血组每天抽血超过600人

次，每月10000人，一年要扎十几万次。在这

里，采血的最小年龄是3岁，最大年龄101岁，

患者送来的锦旗已挂满一面墙，见证医者用

心换取患者真心。

没有玻璃的窗口，“患者会与
我们更亲近”

还值得一提的是，有别于传统医院窗口

常见的“大大玻璃”，胸科医院的采血窗口没

有玻璃，医患间是零距离接触。

“很多人说，采血窗口压力大，在患者、家

属的直视下扎针，考验心理素质，有一道玻璃

似乎能给医务人员更多‘心理保护’，但我们

始终相信，我们与患者更亲近，患者也会与我

们更亲近。一道玻璃仿佛人为隔开了医患双

方，隔着玻璃的沟通也显得有点冷漠。”李富

升说。

在这里逗留稍久就会发现，李富升和

同事不仅坐在窗口采血，还经常要跑到窗

口外，蹲在患者脚边采血。因为他们不少

是经历多次放化疗的肿瘤患者，血管变得

又硬又脆，李富升和同事不得不在患者的

脚上寻找好的血管，以确保“一针率”，减少

反复扎针。

在这个没有玻璃的窗口，李富升与同事

经常在抽血结束后为患者答疑，解释某个指

标箭头高了是什么意思，解释为什么有的报

告要等待时间更久。“用心保障每一管血的质

量，是为最终的临床决策负责，患者可以理解

这一点。”李富升说。

李富升对患者的热心肠还有一个细节，

他每天清晨6点45分左右就到医院了。而门

诊采血是7点半开始。为什么每天提前一小

时左右到岗？李富升笑言，习惯了，早点到岗

排查各环节运行情况，确保7点半准时开展

采血。

“有时准备好了，我们会稍微提前点采

血，患者因此会很惊喜。我想，采血的患者大

多是饿着肚子来的，早点采血让他们可以早

点结束饿肚子的过程、早点进入医疗其他流

程、甚至有的外地患者可以早点赶高铁回

家。我们多做一点点，可能让患者一整个就

医过程都变得明媚起来，多有意义的一件

事。”如今，让李富升更为自豪的是，在这里，

“飞针侠”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每个人

都在练就“飞针”技能，尽一切努力让患者痛

少一点点，希望多一点点。

他是上海市胸科医院门诊化验室的检验技师，因“抽血不太痛”获誉“小李飞针”

  后“飞针侠”：“患位”思考让患者点赞

李富升（右）所在的抽血化验室，患者送来的锦旗挂满一面墙。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